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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对高质量应用型人才提出更高要

求。然而当前高校人才培养在技术应用与智能思维训练方面仍存短板。该研究提出通过优化课

程体系、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深化校企协同等策略，构建“课程—师资—合作”三维联

动模式，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为智能化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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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onstantly upgrading, and higher demands are placed on high-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However, current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still has shortcoming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training of intelligent think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l of "curriculum - teachers - cooperation"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s, and deepen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dustrial demand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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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交通、金融

等领域的突破性应用，推动了智能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各行

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产业边界不断拓展，新业态、新模式层

出不穷。然而，这一进程也伴随着诸多挑战。传统产业面临

智能化升级的压力，亟须突破技术瓶颈、优化生产流程；新

兴产业虽前景广阔，却因人才短缺而难以满足持续扩张的需

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培养适应智能化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1 产业发展遇阻，人才短板凸显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

产业结构加速升级，对具备复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提出更高

要求。然而，当前高校毕业生的能力结构与行业需求之间存

在明显错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 2024年分职位类别供

求情况[1]显示（图 1），毕业生受传统观念影响，在职业选择

上存在“高热行业低投递”“高强度岗位低偏好”的认知错

位，加剧了结构性矛盾。

另一方面，高校培养模式与 AI 时代行业需求脱节。首

先，学生实践能力普遍不足，岗位适应度较低。尽管具备理

论基础，但在数据分析、算法应用、智能系统集成等关键技

术环节缺乏实操经验，企业需投入额外资源进行补训。其次，

AI行业技术迭代迅速，人才能力更新滞后。企业对智能算法

优化、云端部署等前沿技术需求持续攀升，而高校课程更新

相对滞后，未能实现同步演进。再次，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尚未健全，教学内容仍以单一学科为主，缺乏面向具体产业

场景的系统化训练，学生难以应对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交

叉领域的实际挑战。

高校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聚焦“优化模式、

提升能力、强化适应性”[2]，以缩小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落差，

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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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职位类别供求情况

2 前行暗藏隐患，问题亟待破解

尽管高校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已展开诸多改革探

索，并取得初步成效，但整体而言，培养体系仍存在结构性

短板，难以支撑新一轮智能化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当前，

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亟须破解的问题：

2.1 高校课程体系滞后，实践教学薄弱

人工智能行业技术更迭迅速，而部分高校课程体系仍停

留在传统计算机或信息科学范畴，课程内容更新滞后，缺乏

动态响应机制，学生在应对云计算、AI 大模型等企业项目时

常力不从心。同时，实践教学普遍流于形式。尽管课时设置

有所增加，但大多缺乏企业真实项目支撑，仅限于实验室模

拟操作，学生难以获得系统性的工程训练。此外，跨学科教

学体系尚未建立，AI课程仍局限于技术维度，难以融合医学、

金融、制造等行业场景，复合型人才培养存在明显缺口。

2.2 师资结构失衡，实践能力与技术更新能力不足

高质量师资是 AI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支撑。然而，

目前高校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双师型”比例偏低、行业背景

薄弱、培训机会有限等问题。教师职称评定和绩效体系过度

侧重科研论文与项目申报，实践能力与企业经验的权重不足，

导致教师缺乏深入一线的动力与路径。尤其在 AI 关键方向

（如智能制造、智能算法工程等）中，授课教师往往技术更

新滞后，难以将企业所需的系统部署、数据处理与 AI 模型

开发经验引入课堂。长此以往，教学内容难以贴合产业实际，

培养结果与用人单位需求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难以打通。

2.3 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协同培养机制亟待完善

当前，多数校企合作仍停留在“短期实习”与“订单班”

等初级层面，企业对人才培养过程参与度有限。课程设计、

实践训练与评价体系缺乏企业深度介入，导致教育内容与岗

位实际脱节。部分高校虽设有产学研平台，但运营机制不畅，

合作流于形式，难以形成持续成果。此外，企业在参与合作

中的积极性不足。一方面担忧投入产出不对等，培养人才流

向不可控；另一方面，政策激励缺乏系统性支持，诸如税收

减免、经费配套、联合认证等扶持措施尚未落地，使得企业

缺乏深度参与的动力，校企合作难以从“表层共建”迈向“深

层共育”。

3 精准规划策略，助力人才培育

要破解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需从课程体系、

师资结构、校企合作三个核心维度入手，构建协同高效的改

革路径。然而，中国高校在 AI 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和校企

合作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下表对比了德国应用技术大学

（UAS）与中国高校在 AI应用型人才培养上的主要区别：

表 1 德国与中国高校在 AI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区别

对比

维度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UAS）

中国高校（普通本科 &

应用型高校）

培养

目标

强调实践导向，培养具备

AI技术应用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

仍以理论教学为主，部分

高校逐步引入 AI实践课

程

课程

设置

采用模块化体系，包括基

础理论、AI核心技术、行

业应用等

课程以计算机科学为主，

AI行业应用课程较少

实践

教学

学生需参与企业 AI项目，

完成真实工程训练

实验课仍以模拟环境为

主，缺乏企业实际项目

校企

合作

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

部分课程由企业导师授课

校企合作仍以短期培训、

实习为主，企业参与度低

师资

结构

以“双师型”教师为主，

教师具备企业实践经验

以学术型教师为主，实践

经验不足

毕业

要求

需完成企业实习或 AI应

用项目，并提交实践报告

主要考核学术论文，实践

要求较低

政府

支持

设有专项资金支持校企合

作，推动产学研融合

AI教育发展加速，但校企

合作激励政策仍需加强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德国 UAS 强调实践、模块化课

程、企业深度合作，而中国高校仍偏重理论教学，AI行业应

用课程较少，实践深度不足。未来，中国高校应加强课程改

革、校企协同，推动应用型 AI 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同时，

政策引导应与高校、企业形成联动机制，实现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3.1 课程体系优化：构建动态灵活、实践导向教学模式

当前 AI课程内容更新滞后，结构单一，实践深度不足，

已难以满足行业对“即战力”的要求，应构建以行业岗位为

导向的动态课程机制，引入企业共建课程，实现内容与技术

同步更新。在教学形式上，强化“项目驱动式”教学[3]，围

绕企业真实案例展开实践训练，打通从技术知识到工程实现

的完整链条。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探索“AI+行业”

交叉课程模块，如“AI+金融”“AI+医药”“AI+制造”等，

推动专业课程向复合型转型。此外，应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

反馈机制，形成“企业用人反馈—学生学习成效—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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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闭环系统。通过持续评估教学与用人需求匹配度，实

现课程内容与产业技术的同步迭代。

3.2 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双师型”比例与实践更新能

力

为提升教学质量，高校应加大“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力度。一方面，建立教师赴企业挂职、参与项目研发的支持

机制，将实际工程经验作为职称评定与考核的重要指标，引

导教师走出“论文本位”，走向“实践导向”。另一方面，拓

宽行业专家兼职路径，聘请具有 AI 产业背景的工程师、架

构师等作为教学合作导师，参与课程讲授与项目指导，提升

教学内容的实战性与前瞻性。高校还应设立“AI 教师能力提

升专项计划”，定期组织产业培训营、技术更新工作坊，帮

助教师掌握如大模型应用、AI芯片、AIGC等新兴技术动态，

增强其行业适应力。值得注意的是，应推动跨学院师资协同，

如计算机学院与医学院、商学院等联合授课，以应对 AI 跨

学科教学需求，培育复合型教师梯队。

3.3 校企协同育人：推动深度合作机制落地见效

为打破校企合作“浅层化”困境，应从组织、制度与政

策三方面深化联动。在组织层面，可共建“AI 产业学院”或

“智能制造实验班”，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

形成“理论教学+企业实战”协同育人机制；设立“企业工

作室”常驻高校，指导学生项目研发，推动课企融合。在制

度层面，应建立联合评价体系，由企业导师参与项目评估与

能力认定，提升毕业生即岗能力。在政策层面，政府可通过

财政补贴、项目配套等措施，降低企业参与教育的制度成本，

激励其开放科研与育人资源。以扬州为例，地方支持“订单

班”“专家工作站”等合作模式[4]，提升人才输送精准性与技

术协同效益。

通过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建设与深化校企合作，高

校可系统性提升 AI 应用型人才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打

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转换瓶颈。政府、企业与高校应共同构

建良性互动机制，推动 AI 人才培养模式从“分段式”走向

“融合式”，为我国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4 结语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重塑教育生态与人才结构，应用

型人才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未来，高校应进一

步强化系统性思维，持续优化课程结构、师资体系与产教融

合机制，实现从理论导向向能力导向的深度转型。同时，应

关注不同区域高校在资源配置、企业联动和技术基础方面的

差异，推动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 AI 人才培养的均衡与普

惠。此外，随着 AIGC、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不断演进，高校

应适时调整教学内容与研究方向，提升学生应对未来智能产

业的适应能力与创新潜力。唯有打破体制壁垒，形成“高校

—企业—政府”协同共育机制，方能实现 AI 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持续优化与高质量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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